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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修改不可搞“文化强拆”□郑昕、欧甸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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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应给“天书病历”开张问责处方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马云：贸易已变成
政治手段、战争工具

在“互联网时代的

全球贸易规则——对

话马云”分论坛上，马

云表示，今天的贸易变

成了政治的手段，今天

的贸易变成了战争的

工具，今天的贸易听见

的都是制裁。各项贸

易组织、贸易协定加起

来要比莎士比亚全集

还厚，结果是什么？结

果是贸易越来越难做，

结果是争论越来越多，

结果是越来越多人的

不高兴。

马云称，非常反对

以各种形式的贸易制裁

活动，特别是对中小企

业的制裁，我认为这是

违背贸易的规则，贸易

对中小企业的制裁无亚

于对贫民的轰炸。

男子1500元
网购苹果手机
竟收到一张大饼

近日，四川的侯先

生发现一家网上“手机

店”，只需 1500 元就能

买 到 一 部 iPhone 6S。

侯先生还以为捡了个

大便宜，迅速转账并付

款。结果苦等1天后快

递来了，打开一看，竟

是一张大饼。

@京华时报

□禄永峰

近日，网曝江苏连云港市一市民“去医院看

病，发现医生写在病历和处方上的字潦草难认！”

的消息再次引发网民集体吐槽。近年来，全国多

地曝出医生书写病历潦草随意，甚至酷似“天书”，

让病患者捉摸不透。（3月23日《北京晨报》）
冷静下来，不难发现“天书病历”背后，

牵扯更多的是医疗责任认定的问题，对此不

能疏忽大意，必须一一甄别。毕竟，医生的

规范从医，不仅涉及自身职业道德素养，而

且是救死扶伤应有天职的考量。

一方面，病历文书是患者用药凭证的医

疗文书，“天书病历”的行医习惯，极不利于医

疗事故认证。另一方面，“天书病历”的出现，

说明卫生监管部门对处方监管不力。正常情

况下，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医院，看病取药治疗

的每一个环节，医务人员必看处方，这也是医

疗行业的基本行为规范之一。而之所以存在

“天书病历”的现象，卫生监管部门难脱干系。

《处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

方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处方开

具、调剂、保管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如果医

师不按照规定开具处方，造成严重后果的，或

者不按照规定使用药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方权由其所在医疗机构予以取消。处方书写

必须符合规范：一律用规范的中文或英文名

称书写，不得自行编制药品缩写名或用代号。

病历虽小，却潜藏隐患。如此这般“较

真”，应该完全有必要。

“603元罚单”
是环保执法“负面清单”
□汪昌莲

“老百姓吐口痰都要罚款20元，一个企业

违法排放超标废水却只罚 603 元。”对于这样

的奇葩案件，3月18日晚，环保部终于发声，称

已责成江苏省环保厅说明情况。对此，自然

之友等环保组织称，将依据新环保法规定，对

行政机关不作为尝试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3月23日澎湃新闻网）
近年来，以空气恶化和水域破坏为重要

标志的环境污染现状，饱受公众诟病。地方

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能以

牺牲环保为代价。特别是，被称为“史上最

严”的新《环保法》颁布实施，其中“按日处罚”

等环保新规，不仅让环保执法更具震慑力，而

且提高了污染企业的违法成本。如此语境

下，扬州高邮一家化工企业排放超标废水，当

地环保局竟然罚款603元了事，置新《环保法》

于何地？

过去，在环境保护与地方经济利益的博

弈中，环保部门屡屡败下阵来。由于缺少让

企业“不敢非法排污”的处罚措施，导致环境

执法硬不起来。特别是，最高20万元的罚单，

对于一些污染企业来说，等于是隔靴搔痒，难

以使其”痛改前非”。而新《环保法》，祭出了

“按日处罚”等刚性执法手段，为环境执法提

供了利剑。然而，从“603元罚单”事件中可以

看出，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没有利用好手中

的这把“利剑”。可以说，环保局开出“603 元

罚单”，是环保执法的一张“负面清单”。

可以预料，在环保部的直接干预下，扬州

高邮这家污染企业会受到重罚，“603 元罚

单”将会作古。问题是，环保部门不依法履

职，失职甚至渎职并非个案，在某些地区已

是普遍现象。可见，监督和纠正“603 元罚

单”个案，难以将“按日处罚”落到实处。要

根本解决问题，地方政府必须摒弃“唯 GDP

是举”的偏执政绩观，遏制权大于法的利益

冲动，真正敬法护法，支持环保部门狠治企

业非法排污行为。

恒大无理由退房一周年效果显著

夏海钧：深化民生理念继续跨越发展
3月22日上午，恒大集团“无理由退

房一周年活动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此次
活动声势浩大，活动主会场设在恒大中心
总部。同时，全国172个城市也全部同
步举行，现场大屏幕实时直播全国活动实
况。同日，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
地产测评中心联合主办的2016中国房
地产 500 强测评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会上发布了中国房地产500强榜单，
恒大位列第二名。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
席、总裁夏海钧在会上发表了《民生地产
助力恒大跨越发展》的主题演讲，阐述了
实施无理由退房的战略思考，反响热烈。

□邹传科

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夏海钧

夏海钧表示，住宅是商品的一种，理

应像其他商品一样获得“包退”承诺。实

施无理由退房是企业发展的需求，将推动

房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同时，维护购房者权益是企业应尽的社会

责任。因此，从2015年4月16日起，恒大

正式在全国实施无理由退房。

无 理 由 退 房 实 施 一 年 来 ，效 果 显

著。首先是去年各项核心业绩指标实现

大幅增长，其中销售额达 2013.4 亿，同比

增 53%，与同规模企业平均 12%的增长率

相比，要高出 41 个百分点。其次，企业

在工程建设效率、产品质量、精装修交楼

满意度、成本控制能力、售后服务水平等

方面的管理管控水平也实现了大幅提

升。再者，客户满意度同样在大幅提升，

恒大客户来访量、成交转化率、老带新贡

献率等数据增幅明显。

无理由退房实施一年效果显著

助力房地产行业供给侧改革

夏海钧还在会上倡议全行业推

行无理由退房。他表示，住房问题

是 重 大 民 生 问 题 ，以 优 化 产 业 结

构、提升产品质量为主要方向的供

给侧改革，为房地产业的品质与售

后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目前行

业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他认

为，无理由退房将进一步保障老百

姓的购房权益，促进行业完善售后

服务、提升产品品质，助力房地产

供给侧改革。

数据显示，自去年实施无理由退

房以来，恒大在销售额、销售面积，以

及来访转化率、老带新成交贡献率等

市场关键数据均实现了大幅增长，远

高于同行。恒大各地区公司的强劲

表现也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当地市场

的领先优势。

据了解，恒大所有的项目以首次

置业者和自住的普通老百姓的刚性需

求为主，中端至中高端产品占85%，与

老百姓需求的物业类型比例吻合，满

足了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22日提出，将重点清理整治“大、洋、怪、

重”等不规范地名。地名是基本的社会公共信

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规范地名就是留住文

化根基和历史传承，切不可因长官意志或眼前

经济利益而“任性”修改。（3月23日新华社）
翻开一些地方地图，“大、洋、怪、重”的地

名随处可见。“普罗旺斯花园”、“威尼斯水

城”、“新西兰小镇”，一些城市建筑以起“洋地

名”为时尚。一些地方地名保护意识淡漠，延

用千百年的地名说改就改，导致许多具有深

厚文化内涵的地名消失。

地名是一地的文化符号，凝聚着当地群

众的归属感。随意换地名，无异于一种“文化

强拆”，会引起一系列后续问题。例如，大量改

名换牌，必然耗财费力；耳熟能详的地名一夜

之间从地图上消失，不仅给群众的出行和生活

带来不便，也丢失一个时代的群体记忆。

从根源上分析“任性”的改名举动，暴露

出一些地方官员用权上的“霸蛮”。一些地方

秉持“图响亮傍大款”的心态，受短期经济利

益驱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名人吃名

人”，肆意修改延续千年的地名；有些地方官

员甚至把改地名当做搞封建迷信的手段，如

某地因“骆马湖”有“落马”的谐音而要求改为

“上马湖”。在缺乏认真分析和科学论证的情

况下，领导大笔一挥，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根

本不考虑地域文化的传承和群众的意愿。

诚然，对于那些带有歧视性的地名，该改

还是要改。但在改名的过程中，应严格按照

法规操作，重视民主决策的程序，尊重民意吸

纳民智，绝不能让地名遗产被“文化强拆”。


